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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 于 财 政 收 入

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几种不同观点

确定我国 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合理比例，对国

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 生活的 改 善有 着重要的影响，

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分配政策的重大问题。在这个问题

的研究探讨中，目前主要有 以下 三 种 不同的观点。

第一种观点认为，目前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

例偏低，以提高到28 %至30%为宜。持这种观点的同志

认为，从历史上看，我国 财政收 入 占 国民 收入的比

例，1953年到1978年的26年间，平均为34.3% ，从近

几年的现状看，这个比例逐年下降，由1978年的 37.2%
下降 到1982年的24.5%（加 上国库券 收 入 也 只 有

25.5%），显然是偏低了。

他们提出，确定我国 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

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。一、要看生产力发展的水平。

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还很低，物质财富还不丰富，八

亿农民创造的国民收入扣除维持再生产的部分后为数

不大，因此，国家财政集中的程度不宜过高，否则会

给经济生活带来不稳定因素。如 “二五”时期财政收

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38.6 % ， 1978年为37.2% ，他

们认为这个比例偏高了，结果 引起国家、集体、个人

三者之间关 系的紧张。二、要考虑生产资料所有制性

质及公有化程度。我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

社会 主义国家，国民 收入的绝大部分是由公有制的经

济单位创造的，特别是由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国营经

济创造的，国家财政集中程度应当高一些。三、要看

政府承担任务的大小，它反映为国家财政支出范围的

大小。从目前我国财政分配结构看，必须由政府承担

的项目较多，这就决定了我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

比例不能太低，否则势必影响国家职能的正常履行。

他们提出，根据这几年的 实际情况.国家财政支

出中，用于国防、行政、文教卫生、科学、社会救济、

城市维护、对外援助等项支出，大体占到国民收入的

18% 左右，才能安排得较为适当。这部分开支是必须

保证的。另一部分用于基本建设 拨款、物资储备、地

质勘探、技术改造和新产品试制等项开支，大体要占

国民收入的10% 左右（其中基本建设拨款为7～8%），

才能保证扩大再生产以一定的速度正常进行。把以上

两部分加起来，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应当达到

28 % 至30%。
第二种观点认为，近几年来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

的比重并不低。他们说，1978年以后，我国的财政收

入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因此，只是简单地把预算

内收入同国民收 入加以对比，是不能真正反映财政收

入的规模及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的。财政收入结构发

生了很大变化，主要是指“预算外资金收入”和“价

格补贴”的数量越来越大，在考虑 财政收入的规模及

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时必须考虑这两个因素。

首先，目前的预算外资金，有些本来是预算内的

资金，只是出于管理的方便而改为预算外资金，所以

在计算财政收入规模时，只 计算预算内收入而不计算

预算外资金收入是不全面的。因为预算外资金收入也

是财政性资金。如果把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资金收入

加在一起 计算，那么近几年的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

比重都大大高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水平。

其次，按照现行 制度规定，我国的价格补贴是在

国家预算收入中“以收抵支”予以扣除，不列预算支

出的。即价格补贴分别由商业（粮食）、供销和外贸

部门的盈利抵补，不足部分由 财政弥补。这样，国家

预算收入并没有反映 真实的 情况。价格补贴在1957年

只有0.5亿元，而1982年已达到316亿元，相当预算收

入的29.22 %。如果把价格 补贴抵销的收入同预算内、

外收入加在一起，那么财政收入 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就

更大了。

根据以上情况，他们认为， 从国家总体来 说，近

几年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不仅没有降 低， 而 且 比

1957年统收 统支时期大为增加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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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应当有一个正确的估计，决不可麻痹大意。
我们不但要做到“廉”，还要做到“明”。

我们应当作一个清醒的财税工作者，争当明白

人，不管糊涂钱。我们不但要做到不贪不占，
而且要在四化建设中锐意革新，开拓前进，有

所作为。当前，要跟上改革的步伐，坚决走改

革之路，把钱用到发展生产上，用到发展各项建

设事业上。要摒弃那些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陈规

陋习，支持改革中涌现出的新生事物，使广大

劳动者放开手脚干社会主义。只有这样，才能

赢得人们的信任和称赞。支持步鑫生实行改革

的海盐县财税局长金廉甫，就是这方面的一个

代表，我们要学习他的改革精神。
改革需要财政支持，改革广出财源。这是

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，是相辅相成的。我们研

究生财、聚财和用财之道，要以改革的精神来

进行创造性的劳动。该收的钱要及时收上来，
该花的钱要及时花出 去，收的 合 理，用的得

当，效益高，财源茂，形成良性循环。目前出

现的财政收入有较大增长的好势头，一定会继

续发展下去。这里的关键，还是要把工作抓上

去。就财政管理来说，财经纪律松弛，违纪现

象严重存在，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。比如，有

的地方的集市贸易税收，约有百分之三四十没

有及时收交入库，某些国营企业偷税漏税的现

象仍屡有发生。1981年至1983年的三次财务大

检查，每次都查出三四十亿违反财经纪律的金

额。正当四化建设需要资金之时，这么多的资

金没有用到正道上，难道不值得我们重视并坚

决加以制止吗！我们有 的 同 志 对各种形式的

“跑、冒、滴、漏”现象 不 闻 不 问，睁一只

眼，闭一只眼，不批评，也不斗争。这无论如

何是说 不 过 去 的，严格地讲，是一种失职行

为，即使自己没有贪赃枉法，也不是真正做到

了清正廉明。
总起来说，我们

要廉洁奉公，要当明

白人，不干糊涂事。
要善于生财，善于聚

财，善于用财。起点

要高，要求要严，正

气在胸无私无畏、把

我们锻炼成为坚决执

行党的路线、方针和

政策的财税工作者，
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

的社会主义贡献我们

的力量。我以为，这

正是时代赋予清正廉

明的真谛。

第三种观点认为，财政收入 要占 到国民收入的

33%左右，国家财政才有可能松动一些。持这种观点

的同志指出，目前财政资金要满足两方面的要求：其

一，保证维护社会 秩序和社会安定所需要的费用；其

二，促进社会生产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金。1953年—

1980年我国 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33.8%，其

中，用来满足第一个方面的国防、行政、文教卫生科

研等项支出占国民收入的18%，用来满足第二个方面

需要的基本建设支出和增拨流动资金支出占国民收入

的15.8%。
根据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水平和经济发展情况，

他们还提出：（ 1 ）保证社会安定 和维持简单再生产

费用的财政支出应逐步占到国民收入 的23% ，满足这

部分支出的需要是财政集中程度的最低限。（ 2）要

保证国民收入 年平均增长 6 %，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

增长 8 %，财政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本建设资金每年

就要占国民收入的7.5% 。（ 3）近几年，出现了一些

财政增支减收的新因素。每年财政支出要增加100亿元

左右，约占国民收入的 2～ 3 %。这样把三个方面汇

总起来，财政收入要占到国民收入的33%左右。
有的同志提出，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达到

33% 左右，是否过高，会不会 造 成基本 建设规模过

大，影响人民生活？持第三种观点的同志说不会。他

们认为，现在的问题不 在于33% 这个比例， 而在于

33%的使用结构，也就是要妥善安排积累与消费的关

系。

（武爱 民）

中
国
财
政
杂
志
社


	学术动态
	关于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几种不同观点




